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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形势下的军事翻译与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 

侯建伟，韩子满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 新世纪以来军事翻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种类增多，中译外和口泽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我军 

对军事翻译人才的需求因而越来越大，对军事翻译人才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我国的翻译形势和地方院校 

翻译教学的现实却决定了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不能依靠地方院校，必须依靠军队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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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military translation in China，as new varieties of 

such translations are emerging and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 guages，arc much more 

frequently done than before．The deman d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by the PLA also grows． And militar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re now expected to be much more capable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in terms of not only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competeneies but also abilities to cope m other matters．Th e huge demand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the country on the whole Call not be satisfied by civil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refore，the PIA ’S demand van only 

be met by military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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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翻译专业成为地方各高校外语教学一个新的 

增长点，翻译教学因此也成了翻译理论研究 的一个热点。 

对于翻译人才培养的几乎所有环节，学者们都有了一定的 

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军事翻译教学 目前还未引起应有的 

重视，有关军事翻译教学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随着新军 

事变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军事翻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军事人才培养模式正经历着根本性 的变革，军事 

翻译教学正面临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因此有必要对新时期 

我国军事翻译的特点和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加以研究。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军事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 

括来说，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 是军事翻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随着我国国家利益 

的拓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我军的对外交流不断扩大，翻 

译已经成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新军事变革不可或缺的 
一 个环节。2004年军委曹刚川副主席批示，“军事翻译是 

研究世界军事发展，加强我军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要着眼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进一步加强军事翻译工作，争取多出成果，出高水平 

成果。从事军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们要进一步开阔战略视野 ， 

积极关注世界军事领域 的发展变化，以全面过硬的素质和 

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实现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贡献力 

量。” 这是对军事翻译重要性的精辟总结。 

二是翻译种类不断增多。除了传统的装备技术资料翻 

译和军事情报翻译外，我军又增加了军事教学翻译、军事 

外宣翻译、军事演习翻译、军事文献翻译、军事访问翻译、 

维和翻译等新的翻译形式。军事教学翻译指的是各军队院 

校外训单位 日常教学 中的翻译，以及我军外派留学生在国 

外学习的随团翻译；军事外宣翻译指的是各类有关我军的 

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其中既有军队部门发布的，如 《国 

防白皮书》，也有地方部门发布的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关军队的章节等；军事演习翻译是指涉外军事演习现场 

口译以及准备和总结阶段的文字翻译等，这种翻译随着外 

国武官等人员列席我军演习，以及我军与外军联合演习的 

增多而迅速增多；军事文献翻译包括外军重要法律法规的 

汉译，以及我国重要军事文献的外译工作；军事访问翻译 

是我军代表团，或是部队，比如海军舰队出访，或是外军 

代表团及部队来访时，所需要的翻译；维和翻译是指我军 

外派的各类维和人员，特别是成建制的维和部队与外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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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以及联合国相关部门之间联系时的翻译工作。 

三是中译外在翻译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 

又以中译英所占比例最大。在上面提到的几种新的军事翻 

译形式中，中译外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目前中译外的应 

用范围基本已经扩大到除情报翻译之外的所有领域。比如， 

在军事教学翻译中，中译外就是主要的翻译形式；军事外 

宣翻译则全部是中译外；军事演习翻译中，中译外的比例 

也相当大，多数时候都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是因为外军 

翻译人员的翻译能力通常不如我军的翻译人员，一些本该 

由外军翻译人员负责的中译外工作，也需要我军翻译人员 

来承担，这一点中俄联合军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军事文 

献翻译传统上主要是外译中，但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行文 

化走出去战略，以及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的推进，军事文 

献的中译外，特别是中译英逐渐多了起来，有些军事文献 

比如 《国防白皮书》的中译外还非常重要；在装备技术资 

料翻译中，随着我国军援军贸的开展，中译外 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 

四是军事口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军事翻译业务中 

所 占比重稳步增加。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包括一些军队院 

校翻译工作者的印象中，军事翻译主要就是笔译。这从 目 

前已经发表的有关军事翻译的研究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来。应该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我军对军事口译 的 

需求比较少，军事口译在军事翻译中所占比例比较低。但 

近些年来 ，我军军事 口译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军事教学翻 

译、军事演习翻译、军事访问翻译和维和翻译中，口译占 

了相当大的比重，军事口译地位越来越重要。 

军事翻译的这种新形势对翻译人才在质和量两方面都 

提出了新的要求。 

就质来说，军事翻译人才至少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素质， 

即军事素质、翻译素质和翻译业务相关素质。军事素质的 

面很宽，主要指过硬 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而且除了要 

具备新时期军人基本的军事素质之外，军事翻译人员还要 

熟悉自己所翻译的军事领域除，最好能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惟有如此才能完成特殊情况下的工作任务；翻译素质，顾 

名思义指的是从事实际翻译的素质。只从事外译中笔译已 

经不能满足军队的需求，我军现在需要的是既能从事笔译， 

也能从事口译，而且能够借 助电脑软件等辅助翻译 工具 ， 

高效快速翻译的译者 ，或者至少说 ，除了从事外译 中的笔 

译员之外，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口译员和从事中译外的译员。 

这就要求军事翻译人员不仅要有从事外译中笔头翻译的能 

力，还要有从事中译外的能力、口译能力、快速翻译的能 

力；翻译业务相关素质指的是处理与翻译岗位密切相关、 

经常由翻译人员负责的非翻译业务，比如协调组织、文案 

处理等。由于编制的限制，我军各单位的翻译人员往往身 

兼数职，既要当翻译，又要当参谋、干事甚至是秘书，处 

理一些与翻译业务相关的工作。就连国防部外事局这样专 

门的外事机构，其翻译人员也都需要承担参谋工作。翻译 

人员这种一专多能的状况其实是翻译职业化以后的普遍状 

况。 香港有学者就认为，翻译 “专业化”以后 ，译者已转 

变为 “身怀绝技的交际专才”，需要具备的技能已远不止于 

语言转换能力。-3 还有学者注意到，职业化的译者需要学习 

商业和法律等非翻译的知识。 

就量来看，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军对翻译人才的 

需求是巨大的。这是因为军事翻译业务增长太快了。上面 

提到的这些新的翻译种类虽然出现时间不长 ，但总的翻译 

量却很大，并在迅速增长。仅以目前规模还不是很大的军 

事文献翻译为例，近两年来仅笔者所在的外国语学院承担 

的美军作战规程和国际武装冲突法等文献的汉译，每年就 

多达好几千页，比以前多了好几倍。军事外宣翻译的量也 

在逐年迅速增长，不仅各种印刷的军事外宣书刊不断增多， 

国防部网站和中国军网英文版的开通，也使得军事外宣翻 

译的需求常态化。目前军事翻译人才还远远满足不了军事 

外宣翻译的需求，军事外宣翻译还需要求助于地方的翻译 

部门。值得警醒的是，地方人员从事军事外宣翻译虽然解 

决了燃眉之急，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误 

译军事语言造成国外不必要的误会。有地方人员曾将有关 

我军的报道稿中的 “训练”译为 “演习”，造成一些国家 

不必要的反应。 传统的装备技术翻译和军事情报翻译的量 

也在迅速增长。各类技术装备的引进和输出，都需要翻译。 

军事情报翻译的增长更快，海量信息处理已经成为各情报 

单位的重要工作内容，而这一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翻 

译。翻译量的快速增长，必然要求有更多的人来从事翻译 

工作。虽然机器翻译和机器辅助翻译近年来有所发展，但 

人在军事翻译中的地位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无法替代 

的，一些重要的军事翻译还是需要高水平的人来承担。总 

之一句话 ，我军 目前迫切需要数量可观、质量可靠的翻译 

人才。 

可是这些翻译人才从何而来呢?最简便 的渠道当然是 

从地方单位或地方大学招聘，这与国家确立的军队人才培 

养依托国民教育、寓军于民的大方针也是吻合的，但这个 

办法实行起来却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原因至少有 

这么三点。 

首先，地方对翻译人才的需求量也很大，可供选择 的 

合格翻译人才却不是非常多，军队难以招聘到足够的翻译 

人才。据 《光明日报》2009年 1O月20日的报导，随着全 

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翻译人才呈现出 “刚性需 

求”。-6 目前 ，我国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请进来和走出去的 

问题，都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但真正合格的翻译人才并 

不多。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近六十万人直接从事翻译工作， 

但真正胜任的、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的不过四万人。虽 

然近些年国家对翻译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明显加大了翻 

译人才的培养力度，继2005年首次在高校批准设立独立的 

翻译学硕士和博士点之后，又分别于 2006和 2007年批准 

设立了翻译本科专业和翻译专业硕士学位，获准设立这些 

学科点和专业的高校也在逐年增加，但这些高校培养的翻 

译人才还是十分有限。有些高校，比如复旦大学，还把翻 

译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于通用型的外语人才，而不是 

专门的翻译人才，并没有把培养高水平翻译，特别是从事 

口译和中译外的人才作为教学 目标。 正因为如此，翻译人 

才在社会上十分吃香 ，被许多人誉为 “金领”。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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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便军队单位提高待遇，也不可能招到足够多的高水 

平翻译人才。 

其次，军事翻译有特殊的素质要求，地方翻译人才难 

以具备。与地方翻译工作相比，军事翻译有其特殊要求， 

要求翻译者政治绝对可靠，并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具备 

军人特有的奉献精神。军事翻译的内容多数都涉及国家机 

密，是国外和境外情报机关重点关注 的内容，对译者的政 

治可靠性和保密意识自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译者不可靠， 

导致重大军事损失的情况在中外军事史上并不少见，美军 

近些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就多次因为翻译人员叛变而 

造成人员损失。 当然，美军与我军的情况不太一样，美军 

叛变的翻译人员多数是穆斯林或是阿拉伯裔，与美军在战 

场的对手在民族、宗教和血缘关系上都有 自然的亲近感 ， 

我军的翻译人员当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在翻译职业道 

德教育比较薄弱 ，翻译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薄弱的今天， 

谁也不敢保证翻译人员在敌方金钱美色的引诱下 ，能够永 

不变节。国内地方翻译界就有不少翻译泄密的案件。 由于 

地方院校政治教育，特别是保密教育，没有部队院校力度 

大，地方人员的政治可靠性，特别是保密意识，与军队人 

员相比明显薄弱。同时，由于地方培养的翻译人才保密习 

惯普遍不好 ，保密知识相对也比较贫乏，被动泄密的风险 

要比军队院校出来的翻译人员大得多。更关键的是，一个 

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一个人习惯和意识 

的形成，关键时期在于大学本科阶段，要想提高地方入伍 

人员的政治可靠性，包括保密意识和素质，难度也比较大。 

军事翻译所需要的军事知识 ，地方院校培养的翻译人 

才也不大可能具备。地方院校的毕业生毕竟多数不到部队 

就业，学生需要的还是以后职场上直接有用的知识。多数 

高校也没有开设军事课的师资 ，学校不可能开设多少军事 

课程，即便开了，多数学生也未必感兴趣。从对参加外院 

院校协作组院校的调查情况看 ，没有一家开设了军事相关 

的课程。当然，地方院校的学生 中也不乏军事发烧友，甚 

至具有相当丰富的军事知识，但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少数。 

因此，地方培养的翻译人才，其军事知识普遍比较贫乏。 

相比之下，军队院校普遍开设了比较丰富的军事课程，军 

事基础课和军事共同课在本科生课程体系中占了相当大的 

比重，总体来说 ，地方院校毕业生的军事知识要 比军队院 

校毕业生薄弱得多。 

军人特有的奉献精神是军事翻译人才必须具备的一种 

素质，是做好多数军事翻译工作必不可少的前提。军事翻 

译人员要遵守非常严格的保密规定，工作和生活中所受的 

制约比地方翻译人员多得多，经济待遇也不可能很高，跟 

地方翻译的 “金领”待遇肯定无法相比，更不可能像有些 

地方翻译那样，时常出现在聚光灯下，成为具有知名度的 

公众人物，或是写书写文章，名利双收。可以说，军事翻 

译人员必须能够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有些军事翻译 

人员，还要忍受不太理想的工作生活条件。比如，我军的 

许多情报翻译人员，驻地远离都市，生活和工作条件比较 

差，翻译内容单调重复。他们要克服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而且工作上还可能会长期没有成就感。地方培养的翻译人 

才，由于缺少了四年军校生活的磨砺和教育，对军事翻译 

工作的适应能力往往会比较差。据我们在部队调查中了解， 

在一些军事情报翻译工作量大的单位，地方入伍人员就远 

不如外院等部队院校毕业生安于工作岗位。 

再次，军事翻译人才的任职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经常性 

工作，地方单位无力承担。一方面，专业的军事翻译人员 

在其职业生涯中，需要经常参加在职培训，强化语言能力 ， 

了解新的翻译理念 ，了解新的翻译工具并学习新的相关军 

事知识等。这是现代职业发展的必然需求 ，也是我军任职 

教育的必然趋势。一个大学毕业再也不进校门的军事翻译 

人员，今后是不大可能完全胜任工作的。另一方面，许多 

军事翻译工作需要 由非专业的翻译人员，包括非外语专业 

出身的人员来承担。这在一些没有翻译编制、但承担了短 

期翻译任务的单位比较常见。这时就需要选派相关人员到 

院校去参加翻译培训。随着我军对外交往 的日益增多，这 

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比如，维和部队中就不可能有太多 

的翻译编制，但在日常执行任务过程中，却有大量的翻译 

工作要做 ，不可能完全依赖职业的翻译。另外 ，我军 目前 

还有许多翻译人员，是外语教员转行过去的，并没有经过 

专门的翻译培训，其翻译水平并不尽如人意。许多院校外 

训部门的课堂译员就属于这种情况。对此，多个院校外训 

部门的教师和管理干部都作过探讨。外训教学部门的有些 

同志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实中，外训教学对译员的要 

求与译员的实际水平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Do]这些人 

员当然也需要在职翻译培训。可以预见，随着我军对外交 

往的不断深入，这几类人员的翻译任职教育将越来越多。 

地方院校由于课程设置和师资等原因，不可能有能力承担 

这种教育。而且从管理的角度讲，把军官任职教育放到地 

方院校也不太合适。 

最后，对于军事翻译人才我们必须有战略眼光 ，地方 

院校难以适应军队的要求。无论是翻译语种，还是翻译人 

才的数量和质量，我们都不能以简单地根据当前的需求， 

来确定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当今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 

我国国家利益的扩展，决定了我军必将需要储备一定数量 

和质量、涵盖多个语种的翻译人才，满足军队 “用时有人， 

人有良才”的战略需求。当然也可以依托地方院校来培养 

这些人才，但是地方院校的办学宗旨，使得他们不可能完 

全满足军队对翻译人才的战略需求 ，难以在出现紧急情况 

时，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语种合适、业务合格的翻译人才。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是紧急情况，没有时 间对地方提供的 

翻译人才进行军事、保密等方面的培训和教育。这样，即 

使地方能够提供翻译人才，也未必能完成紧急突发情况时 

的翻译任务。如果军队内部，比如说在相关院校储备一定 

数量的相关语种的翻译人才，紧急情况发生时，这些人就 

可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也就是说，这些人充当了军事 

翻译预备队的角色。 

四 

既然无法从地方招到满足军队需要的翻译人才，军队 

就必须有自己的翻译人才培养渠道，着眼于军队现代化建 

设和推进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尽快建立起多层次的翻译人 

才培养体系，培养出政治可靠、具备过硬 (下转第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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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可适当调整基础课授课 内容，针对战士学员有部队经 

历，减少军事技能集训时间，增强自我实践锻炼环节。三 

是深化改革培养模式，增加文化基础补习阶段，充分利用 

网上教学、考核和模拟训练信息化平台和多样化考核方式， 

实行研讨式教学方法，建立适应战士学员学习特点的组训 

模式，综合考核战士学员综合运用能力，从培养末端提高 

战士学员教育质量。 

(三)强化管理激励机制 

改进学员管理模式，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这有助于 

端正战士学员学习动机，增强学习动力，营造良好 的学习 

风气。一是实行混编管理制度。发挥训管一体作用，实行 

学员队不同年级的青年学员和战士学员混编机制，坚持模 

拟骨干轮流担任模式，突出自律管理和自我学习能力的培 

养，使战士学员与青年学员互助中增强学习的动力和信心。 

二是建立完善荣誉制度，形成课内成绩与课外活动有机结 

合的综合学分评定制度，解决战士科学文化基础和部队生 

活经历两个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激发战士学员 

发挥 自身特点和优势 ，提高学员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 

三是严格落实淘汰制度。建立完备考核体系 ，营造公平公 

正的竞争环境 ，科学设计淘汰善后工作 ，对不合格者实行 

全程淘汰 ，以淘汰的压力转变为学习的动力，保证战士学 

员本科学历教育毕业后到部队真正发挥 出自身的特点和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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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和军事素质 、能够快速适应部队工作生活的高水平翻译 

人才 ，不仅满足各部队单位，特别是情报等特殊单位对军事 

翻译人才的需求，又可以建立军事翻译人才战略储备，以防 

备各种突发紧急情况。 

在这一体系中，院校是绝对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翻译人才的培养无非有两种渠道，一是院校教育 ，二是 

翻译机构在职培训。院校教育又分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 

就翻译人才的培养而言，学历教育基本上就是外语专业教 

育 ，主要是 目前军队院校中各个外语专业的本科和硕士研究 

生教育，将来条件成熟了还可以设立军事翻译本科专业教 

育。任职教育主要是军事翻译人员到院校参加的在职培训。 

翻译机构的在职培训指的是一些专业的翻译机构对新招募 

人员进行的专业强化培训，以使新招人员尽快适应这些机构 

的要求，胜任这些机构的工作。这是地方一些单位的习惯做 

法。比如外交部翻译室对新进人员就有比较严格的培训，甚 

至还为其他单位培训翻译人员。这种做法的优点是针对性 

强，通常来说水平比较高，但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是规模都 

很小，适用性窄，难以做到多样化的培训。我军有限的几个 

翻译机构 目前都还没有进行在职培训的能力，其 自身人员甚 

至都还要依托地方机构进行培训。即便将来有了这种能力， 

其培训规模也满足不了我军对翻译人员的需求。因此，军事 

翻译人才培养的主体只能是军队院校。 

另一方面，军队院校目前也完全有能力承担军事翻译人 

才培养的重任。我军设立外语本科专业的院校至少已有六 

所，设有外语专业硕士点的院校也有六七所，外语教育的规 

模比较可观，具备了培养军事翻译人才的基础，有些院校的 

毕业生也的确具有从事军事翻译的能力。况且，一直以来， 

我军的翻译人才也都是由军队院校自己培养的，事实证明素 

质都很高，完全胜任军事翻译工作。其中，外国语学院和国 

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占了多数。近年来，军队院校各外语专 

业积极推进转型，比如外国语学院就特别重视学员军事知识 

和军事素质的培养，毕业生的“含军量”不断提高。翻译教学 

在各院校外语专业教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外国语学院和国 

际关系学院都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完整的翻译人才培 

养体系，外国语学院还设立了专门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的翻 

译专业硕士学位，并且是全国首批获准设立这一学位的十五 

所院校之一。院校的教员队伍对军事翻译也越来越关注，这 
一 点从近三年的全军军事翻译研讨会上就可以看出来，与会 

的院校教员越来越多 ，提交的论文质量也越来越高。 

总之，军事翻译 已经发生 了新的变化，我军对翻译人才 

也有了新的需求，在探讨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时，必须充分 

考虑到这些新变化和新需求。从我国和我军院校教育的现 

实来看，军队院校理应成为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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